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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敬达，谢瑞霞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上海 200444)

基于生态位宽度的学术期刊评价研究

摘 要: ［目的 /意义］利用生态学的生态位理论可从资源竞争的角度为学术期刊评价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以丰富和发展期刊评价理论。［方法 /过程］从影响因子、被引次数和 h指数 3 个符号资源维度构建学术期刊生态位宽度

评价框架，从学术期刊对优质学术资源的竞争出发，研究不同学术期刊所占据的生态位资源及拥有的竞争优势，并选择

图书情报学科领域 17 种 CSSCI期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 /结论］以生态位宽度为视角，构建的期刊评价框架能够反映

每种期刊在学科领域内占据的学术资源和具有的竞争优势。

关键词: 生态位宽度; 竞争优势; 学术资源; 学术期刊评价
DOI: 10. 16353 / j. cnki. 1000-7490. 2022. 01. 003

引用格式: 丁敬达，谢瑞霞 . 基于生态位宽度的学术期刊评价研究 ［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2，45 ( 1) : 17-21.

Ｒ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iche Breadth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The use of ecological niche theory can provide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method for

the evalu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competition，so as to enrich and develop the evaluation theory of

journals. ［Method /process］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the niche breadth of academic journals from the

three symbol resource dimensions of impact factor，citations and h index.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etition of journals for high-quality

academic resources，we study the niche resources occupied by different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y pos-

sessed，and select 17 CSSCI journal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empirical analysis. ［Ｒesult /conclusion］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niche breadth，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can reflect the academic resourc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each journal in

a subject.

Keywords: niche breadth; competitive advantage; academic resources; academic journal evaluation

0 引言

学术期刊是正式科学交流系统的主要制度化交流渠

道，承担着刊载学术成果、传播学术信息、对参与者的学

术表现给予认可和荣誉等功能，学术期刊的重要性使得学

术期刊评价成为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作为学术交流生态

系统中学术信息的传播者和承载者，随着期刊评价相关研

究和实践的持续输出，学术期刊的竞争愈加激烈。为了保

持持续长久的竞争优势，学术期刊需要吸引更多的优质稿

源，获得高质量的引用，以此赢得学术界的认可和保持竞

争实力。而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理论是对有关竞争、共存等

自然和社会现象普遍性法则的概括，作为理论分析和实践

指导工具已被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

其实，对期刊的评价由来已久，可追溯到 1934 年英

国学者布拉德福从载文量角度对期刊进行遴选以满足图书

情报机构订阅和优化馆藏之需要［1］; 1961 年，加菲尔

德［2］创建了 《科学引文索引》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开始从文献被使用的角度揭示其学术价值，使得引

文分析成为学术期刊评价的主要方法，并提出“影响因

子”( Impact Factor，IF) 指标用以评价期刊的学术影响。

此后，关于期刊评价的研究从未停止，学术界逐渐形成了

以影响因子、即年指标等为代表的单指标评价方法和核心

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代表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3］。

关于期刊评价的定性和定量比较研究也层出不穷，如同行

评议与影响因子评价效果的比较，基于不断发现引文评价

的一些缺陷和不足，图书情报学者也不断对引文评价指标

进行改进和修正，产生了按学术期刊声望进行加权 ( 即在

期刊引文网络中采用 Google 的 PageＲank 算法，计算施引

期刊的重要程度对引用赋权) 的计量指标如 SJＲ ( SCIma-

go Journal Ｒank) 指数［4］; 马瑞敏［5］提出考虑期刊长期影

响力的共时影响因子; 俞立平［6］提出历史影响因子等。此

外，作者信息也常常被用作期刊影响力的评价因素，如李

秀霞等［7］基于作者特征预测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宋晓晨

等［8］提出考虑作者简介的期刊评价方法 V-Score; 盛宇平

等［9］提出作者机构信息也是期刊影响力评价的合理参考

因素。孔月等［10］也认为引证期刊论文的作者学术水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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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影响力评价应考虑的因素，并结合引证期刊论文的论

文影响力构建了 QE指标。期刊论文的被引次数呈现高度

不平衡性，为应对这一缺陷对影响因子评价期刊的影响，

有学者提出了改进指标，如 Lando 等［11］提出了稳定期刊

影响因子 ( s-JIF ) ; William 等［12］提出了平均离散指数
( MDI) 。2018 年，俞立平等［13］对 Z 指数在期刊评价研究

中的适用性进行分析，发现 Z指数并不适用学术期刊的评

价，并基于低被引论文比的倒数提出了 Zn 指数。Bollen

等［14］认为期刊的影响和声望综合构成期刊的学术地位，

刘宇等［15］认为学术地位是导致期刊等级秩序产生和维持

的根源。作者都希望将论文发表在被学术共同体高度认可

的期刊上，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学术期刊也千

方百计地吸引高水平的研究论文，以提高期刊的学术地

位［16］。最早结合生态位理论对学术期刊进行研究的是赵

金文［17］，他运用生态位理论研究了学术期刊的生存和竞

争策略。之后更多的相关研究不断涌现，俞涛等［18］认为

科技期刊的生态位包括空间生态位、营养生态位和功能生

态位，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层次是其空间生态位的特征，

读者资源和广告资源构成了其基础营养生态位，各类科技

期刊依其在科技期刊出版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不同而占据相

应的功能生态位，特定的生态位决定了其资源取向与读者

定位。田菁等［19］采用生态位的原理分析了中国药学会主

办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生态学的视角看，学术期刊在

组织、引领学术研究，传播、交流学术成果过程中必然与

其外部环境及其他学术期刊发生互动关系，只要占有其生

存的生态因子，就最终会形成适宜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生态

位［20］。王秀玲［21］考察了我国社科类学术期刊的生态状

况。王艳［22］认为学术期刊的生态位是期刊在整个社会生

态资源空间中所能获得并且可能利用的资源空间的部分，

是一种期刊乃至期刊行业在社会生态大环境中拥有的明确

位置。

在学术竞争常态化的学术环境中，学术期刊要获得更

多学者的关注，就需要累积更多更优质的学术资源; 为争

取更多更优质的学术资源，势必需要具备更强大的竞争实

力，继而获得更多学者的关注。根据对已有研究的梳理，

笔者认为学术期刊生态位是学术期刊利用生存环境中一系

列资源的综合状况，和由此产生的与其他学术期刊的相互

影响关系以及在学术期刊生态系统中占据的相对位置和所

拥有的功能。学术期刊的生态位反映了其在一定时期的资

源占有情况，也显示了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竞争实

力。所以，本文从生态学理论入手，试图运用生态位的相

关理论和方法对期刊学术地位的竞争实力进行测度，探究

在当前竞争常态化的学术环境中学术期刊所占据的优质资

源及其竞争优势，为学术期刊评价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以期丰富和发展期刊评价理论。

1 学术期刊生态位宽度

生态位 ( Niche) 一词来源于生态学领域，是生态学

研究的重要理论范式。一个物种的生态位表明它在生物环

境中的地位及其与食物和天敌的关系，即物种在生物群落

中所占据的位置，如果一个群落中的两个物种受到同种资

源的限制，具有竞争优势的一方将会排斥另一方; 随后出

现的“多维超体积生态位”概念解释了自然界中众多物

种相互竞争而共存的生态分离现象［23］。为准确测度生物

个体或种群生态位的大小，生态学家提出了“生态位宽

度”的概念，指在环境的现有资源谱中，个体或种群能够

利用资源的大小或多少。生态位宽度体现了个体或种群在

生物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生态位宽度值越大，个体或种

群对各种资源的利用就越充分，比较容易在群落中处于优

势地位。

1. 1 学术期刊生态位宽度构建

生态学的资源利用竞争观认为，竞争是源于个体或种

群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学术期刊的作者、编辑、读者以及

传播平台等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学术期刊之间存在着

不同层面和类型的竞争，如国家与语种之间 ( 我国大部分

高质量的科技论文都在国外期刊发表，严重削弱了我国科

技期刊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出版模式之间［24］ ( 包括开

放获取出版与传统出版的竞争等) 以及不同学科或领域

学术期刊之间为争夺资源而产生的竞争等。一般来说，学

术期刊的资源包括作者、编者和读者等社会资源，主办单

位拨款、期刊发行收入等经济资源以及反映期刊传播和影

响状况的数据库统计数值等量化的符号资源。资源越是稀

缺，对其的占有和竞争就越是激烈。鉴于符号资源数据的

客观性和可获得性，笔者将学术期刊映射为生物群落中的

物种，将影响因子、高质量论文和被引次数映射为物种发

展所需的符号资源，根据期刊对这 3 种资源的占有情况评

价其学术地位和竞争实力。其中，影响因子是期刊水平的

特征性指标; 被引次数是期刊受关注的程度，代表了学者

对期刊论文的认可和关注; 高质量论文是期刊最值得珍重

的宝贵资源，是期刊影响力的主要支撑，是期刊核心竞争

力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以此 3 个维度计算学术

期刊生态位宽度，可以反映学术期刊在学科发展中的竞争

优势。

1. 1. 1 影响因子 在众多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中，影响因

子是认可度最高的指标之一。其创始人加菲尔德将其定义

为某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年被引用的次数与该刊前

两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之比来评价期刊的学术影响。《期刊

引证报告》( Journal Citation Ｒeports，JCＲ) 每年公布各期



Special Subject 1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Vol. 45 No. 1 ( Jan. 2022) 19

刊的影响因子以及修正的 5 年影响因子 ( 定义为某刊前 5

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年被引用的次数与该刊前 5 年发表的

论文总数之比) 。影响因子是期刊最直观的身份特征，表

现了期刊最直接的影响力。虽然影响因子的应用有多种质

疑的声音，但它仍是学术期刊研究中广为应用的指标，是

评估期刊影响力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参考。普遍认为，

期刊影响因子越高，该期刊的影响力越大，刊载论文的质

量也相对较高，更容易吸引研究者的注意。作为最直观的

学术地位表现形式，高影响因子期刊总是能吸引更多学者

的关注，争取到更多的高水平稿源。

1. 1. 2 被引次数 引用是学术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

表示学术论文思想和知识的延续与继承。被引次数是学术

论文影响力评价的常用指标，其应用研究可以追溯到
1927 年，Gross等［25］将论文被引次数运用于论文影响力评

价。1955 年，Garfield［26］将学术论文的被引频次作为评价

学术论文影响力大小的指标。Clark［27］让心理学家提交他

们认为质量最高的论文，并对这一结果与其他度量权威性

指标的相关性进行计算，研究结果发现: 最能体现论文
“价值”的指标是被引次数; Egghe 和 Ｒousseau 曾提出 4

个引文分析的使用前提，其中之一就是引用是代表一篇文

献的重要性、质量和影响力的有效指标，并且认为度量文

献质量最好的指标是被引次数［28］。至今，被引次数在计量

评价中的应用虽然也遭受了很多质疑和抵制，但其在学术

评价中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论文是期刊的基本组成单位，

论文的每一次引用，都在为期刊受关注度提升助力，论文

被引用也增加了期刊的关注度，比如影响因子就是由被引

次数计算而来。由于被引次数的衍生指标年均被引次数、

篇均被引次数等是平均数，而期刊受关注度应该是论文总

被引次数的反馈，所以本文中的被引次数为总被引次数。

1. 1. 3 高质量论文 学术期刊的根本任务是刊载具有研

究发现和创新成果的论文，引领学术发展和推动学术创

新。发表高质量论文不仅可以彰显期刊的学术地位、提高

其竞争实力，更能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从而提高期刊的

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实力。因此，努力发表高质量论文便成

为学术期刊的内在追求。但高质量论文是一个抽象的概

念，没有统一的定义和标准。笔者选择 h指数来定义期刊

高质量论文。h指数是评价学者影响力的常用指标，将待

评价的作者发表论文的被引次数降序排列，其中有 h篇论

文的被引次数不小于 h。在期刊评价中，将期刊论文的被

引次数按照降序排列，其中有 h篇论文的被引次数不小于
h，则认为该期刊的高质量论文有 h 篇。高质量论文常常

是学科领域研究热点和科学前沿的代表，能够吸引该领域

更多的学术关注度。期刊为了增强竞争实力、寻求长远持

续发展，对高质量论文的需求较大。因此，考察学术期刊

对高水平论文的占有状况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学术期刊
的竞争实力和学术地位。
1. 2 学术期刊生态位宽度计算

基于生态位宽度的理论视角，本文选择期刊的影响因
子 ( IF) 、高质量论文 ( h 指数，H) 、被引次数 ( Cita-
tions，C) 为考虑因素，考察各期刊占有这三方面资源的
情况，并计算其生态位宽度。囿于 3 种指标皆是不同方面
的测度，无法统一其对期刊生态位宽度的影响，所以此处
采用熵权法和 Topsis模型为决策方法。

第一，分别计算各期刊在 IF、H、C 三种资源的生态
位宽度 Bij，i代表第 i个期刊，j代表第 j项资源，Pij代表
第 i个期刊对第 j项资源的占有情况，见公式 ( 1) :

Bij = － Pij logPij ( 1)

第二，利用熵权法赋予权重。首先构建期刊的生态位
宽度矩阵，见公式 ( 2 ) ，然后对矩阵数据进行归一化处
理，并计算第 j项资源的熵值 ej，见公式 ( 3) ，其中 m为
待评价期刊的数量。计算第 j 项资源的熵权 aj 见公
式 ( 4) ，n为考察资源的数量。

Bij =

B1IF B1H B1C

B2IF B2H B2C

  

BmIF BmH Bm




















C

( 2)

ej = － 1
Inm* ∑

m

i = 1

Bij

∑
m

i = 1
Bij

* ln
Bij

∑
m

i = 1
Bij

( 3)

aj =
1 － ej

n －∑
n

j = 1
ej

( 4)

第三，利用 Topsis计算各期刊的生态位宽度。首先根
据已得各项资源的熵权值 ( 公式 ( 4 ) ) 对原矩阵 ( 公
式 ( 2) ) 进行加权得到矩阵 Z ( 公式 ( 5) ) ; 确定矩阵中
各项资源均最优的向量 ( 正理想解 ) Z + 和最劣的向量
( 负理想解) Z － ( 公式 ( 6) ) ; 分别计算各期刊与最优向
量和最劣向量的距离 D +

i 和 D －
i ( 公式 ( 7 ) ) ; 计算各期

刊与理论正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即本文中期刊的生态位
宽度 B ( 公式 ( 8) ) 。B 值越大，证明该期刊的生态位宽
度越大，占有的资源越多，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越具有竞争
能力; 反之则越小。

Z = ( Zij ) m* n = ( aj* Bij ) m* n ( 5)

Z+ = ( maxZmIF，maxZmH，maxZmC )

Z－ = ( minZmIF，minZmH，minZmC )
( 6)

D+
i = ∑

m

j = 1
( Z+

j － Zij )■
2

D－
i = ∑

m

j = 1
( Z－

j － Zij )■
2

( 7)



20 情报理论与实践 第 45 卷 2022 年第 1 期 计量与评价研讨会专题

图 1 不同资源生态位宽度下期刊排名变化

Bi =
D－

i

D+
i + Di

i

( 8)

2 实证分析

2. 1 数据来源及处理

以图书情报学领域期刊为实

证对象验证本文提出的生态位宽

度计算方法，以考察图书情报学

领域 18 种 CSSCI 期刊的资源占有

情况，由于《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于 2017 年才被纳入 CSSCI 数据

库，本文不做考虑，所以仅考虑

17种 CSSCI期刊。其中，期刊影响因子以 CNKI 为准; 关

于高质量论文和被引次数，本文选择 17 种期刊 2014—

2018 年发表论文为数据源，获取期刊 5 年内发表论文的

被引次数，并按照 h指数的思想获取各期刊的高质量论文

数量。根据公式 ( 1) 计算各期刊在 3 项资源中的占有情

况，如表 1 所示; 根据公式 ( 2 ) ～公式 ( 4 ) 计算各项

资源的权值，其中 IF 的权值为 0. 2903、H 的权值为

0. 4378、C的权值为 0. 2719; 根据公式 ( 5 ) ～公式 ( 8 )

计算各期刊的生态位宽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期刊生态位宽度
期刊名称 IF BIF C BC H BH B

中国图书馆学报 5. 624 0. 1295 9049 0. 0578 50 0. 0840 0. 5877
情报学报 1. 508 0. 0602 5733 0. 0419 27 0. 0561 0. 0718

大学图书馆学报 2. 635 0. 0863 7612 0. 0513 37 0. 0694 0. 3216
图书情报工作 2. 133 0. 0757 32533 0. 1239 59 0. 0928 0. 6502
国家图书馆学刊 1. 451 0. 0586 5158 0. 0388 31 0. 0617 0. 0851
情报资料工作 1. 76 0. 0668 5842 0. 0425 32 0. 0630 0. 1466
图书情报知识 2. 521 0. 0840 6349 0. 0451 38 0. 0706 0. 2980
图书与情报 2. 49 0. 0834 9243 0. 0586 40 0. 0730 0. 3524
情报杂志 1. 649 0. 0639 25245 0. 1091 51 0. 0851 0. 5404

情报理论与实践 1. 933 0. 0710 18916 0. 0927 46 0. 0798 0. 4873
情报科学 1. 719 0. 0657 19692 0. 0949 41 0. 0742 0. 4491

数据分析与
知识发现

1. 212 0. 0518 6555 0. 0461 30 0. 0603 0. 0743

现代情报 1. 358 0. 0560 16978 0. 0869 41 0. 0742 0. 3812
图书馆建设 1. 567 0. 0618 9077 0. 0579 34 0. 0656 0. 2002
图书馆论坛 1. 695 0. 0651 11846 0. 0692 38 0. 0706 0. 3021
图书馆学研究 1. 328 0. 0552 16815 0. 0864 41 0. 0742 0. 3765
图书馆杂志 1. 256 0. 0531 8944 0. 0573 35 0. 0669 0. 1838

2.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对比期刊的生态位宽度排名与期刊在不同资源下的排

名 ( 见图 1) ，IF排名、C 排名和 H 排名分别代表期刊影

响因子、被引次数和 h指数下的期刊排名，排名代表在生

态位宽度下的期刊排名。由图 1 可知，期刊生态位宽度排

名与期刊影响因子、被引次数和 h 指数的排名总体一致，

且期刊生态位宽度排名处于期刊影响因子、被引次数和 h

指数排名的中部，因为期刊生态位宽度是由影响因子、被

引次数、h指数构成，是期刊资源占有情况的综合性评价

指标。

对比 4 种指标下各期刊的不同排名，如图 1 所示，我

们可以将这 17 种期刊划分为 4 种类型。第一类包括《图

书情报工作》 《情报杂志》 《情报理论与实践》 《情报科

学》《现代情报》 《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杂志》，

这类期刊的总体特点是被引次数和 h指数下的排名较为靠

前，但影响因子的排名靠后，主要原因是这类期刊每年的

发文量较大，获得了较多的被引次数，影响因子是考虑篇

均被引次数的期刊评价指标，或许是两类指标排名不一致

的原因之一，而生态位宽度排名则相对较为合理。第二类

期刊包括《情报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情报资料工

作》《图书情报知识》和《图书与情报》，这类期刊的影

响因子排名靠前，但由于其发文量少，并未得到大量的被

引次数，致使这类期刊的被引次数和 h 指数排名较为靠

后。综合考虑影响因子、被引次数和 h指数的资源占有情

况后，这两类期刊的生态位宽度排名处于偏向被引次数和
h指数排名的中部位置。第三类期刊包括《国家图书馆学

刊》《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图书馆建设》和《图书馆

论坛》，这类期刊的 4 种指标下排名较为一致，说明此类

期刊对影响因子、h 指数和被引次数的资源占有比较均

衡。第四类期刊仅有《中国图书馆学报》一种，该期刊

生态位宽度、影响因子和 h 指数的排名较为一致且靠前，

被引次数由于发文量少，排名较为靠后。

3 总结与展望

在对学术期刊评价历史和现状回顾的基础上，从学术

期刊共同面对的优质学术资源的竞争入手，提出使用生态

学中的生态位宽度理论来评价期刊竞争实力，构建基于影

响因子、被引次数和高质量论文三重维度下的期刊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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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计算模型，并以图书情报学领域 17 种核心期刊为例，

实证分析期刊生态位宽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不足之处在

于学术期刊生态位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实证分析仅考虑

了可量化的符号资源，从单个理论维度即生态位宽度进

行。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学术期刊生态系统以及资源竞

争视角的学术期刊深度评价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以进

一步修正和完善基于学术资源生态竞争优势的期刊评价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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